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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七七七七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一一一一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一）學習領域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二）實施時間：97 年 9 月 1～98 年 1 月 20 日 

（三）教學年級：五年級 

（四）教學節數：63 節 

（五）編修者：廖翠瑜（編修自九十七學年度康軒版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五冊教材） 

（六）學習目標與相對應能力指標 學期總目標 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一、藉由實際觀測一天太陽的升落，知道太陽東升西落的規律變化。   
【太陽的觀測】 1.利用方位和高度角清楚描述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 2.利用太陽觀測器觀測太陽的方位與高度角，並根據紀錄表畫出太陽位置變化圖。 3.透過觀測資料，認識太陽隨著太陽方位和高度角隨著季節變化的情形。 4.了解太陽照射的角度對地表溫度有影響，並知道太陽是地球上最大的熱源。 5.認識日常生活中太陽能的運用。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1 能由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對應的情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有變化，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變化規則。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的活動。 二、藉由觀察、實驗，認識植物各部位的功能；透過收集和觀察，根據果實和種子的特徵或構造，認識植物的傳播方式與種子和植物繁殖的關係。 
【植物世界面面觀】 1.經由觀察、實驗，知道植物主要由根部吸水，並由莖部輸送到其他部位。 2.了解植物的根、莖、葉、花、果實和種子，各具有不同的功能。 3.認識果實和種子的傳播方式，察覺植物有不同的繁殖方式。 4.練習用二分法將植物進行分類。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2-3-2-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自訂一些標準把動物、植物分類。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三、藉由實驗，了解並探討氧和二氧化碳的性質；認識燃燒的條件，知道滅火的方法，並學習預防火災。 
【空氣與燃燒】 1.知道燃燒需要氧氣。 2.學習製造氧和二氧化碳，並且知道檢驗氧和二氧化碳的性質。 3.認識燃燒三個條件，知道只要使燃燒條件不足就能滅火。 4.學習怎樣避免火災，知道遇到火災時的處理方式。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氧的製造、燃燒之了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特性、空氣汙染等現象。 6-3-3-2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四、藉由體驗與觀察，知道力的形式、作用力的大小會對物體產生不同的結果，並知道力與重量的關係。  
【力與運動】 1.發現力可以改變物體的形狀或運動情形。 2.學習測量力的大小，並設計圖表來記錄測量結果與表示力的大小。 3.透過拔河比賽，認識兩個力同時作用的情形。 4.運用時間和距離來描述物體運動的快慢。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2-3-5-3 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4-3-1-2 了解機具、材料、能源。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基隆市深美國小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年級教學計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計畫) 
 

82  

環境教育 1-3-1 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並能以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等形式表演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2-2-1 能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4-2-4 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4-3-5 能運用科學工具去鑑別、分析、瞭解周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七）課程計畫 

主題：自然 

週

次 

日

期 

學校（或年級） 重要行事 對應能力 

指標 

學習 

目標 
主要教學活動 

節

數 

教學

資源 

議題

融入 

1 
9.1-9.5 9.1(一)始業式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知道同一天中影子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2.藉由竿影活動操作，了解光源和影子之間的相對關係。 3.察覺竿影可以觀測太陽的方位角和高度角 
4.能用方位和高度角表示太陽的位置。 

*介紹本學期的學習單元及作業形式 

一、太陽的觀測 

【活動 1-1】陽光和影子 

1.思考同一物體在同一天中的不同時刻，影子有什麼

不同？ 

2.讓學生發表生活經驗，陽光下會有影子。 

3.引導發現早上、中午和下午的影子大小、長度與方

向都不太一樣。 

4.說明以手電筒當作光源，同不同方向、不同高度角

照射竿子，觀察光源與影子的相對位置。 

5.歸納竿影實驗的結果，察覺一天中，時間不同，同

一個物體的影子長度、方向都會改變 

【活動 1-2】太陽在哪裡 

1.讓學生自由發表、描述「太陽在天空的位置」。 

2.參考看月亮、看雲的經驗，來描述太陽的位置。 

3.利用地面景物當參考體或使用測量工具來描述太

陽的位置。並完成習作記錄觀測太陽的方法。 

4.說明描述位置需包含「方位」和「高度」。 

5.說明「方位角」和「高度角」的表示方法。 

3 學生： 1.方位盤（課本附件） 2.量角器（課本附件） 教師： 1.指北針 2.油土 3.迴紋針 4.棉線 

【環境教育】 4-3-5能運用科學工具去鑑別、分析、瞭解周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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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08-9.12 量 身 高體重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有變化，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變化規則。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的活動。 
1.能運用自訂的方法觀測太陽的位置。 2.知道利用方位角和高度角可以表示太陽的位置。 3.知道太陽觀測器的正確使用方法。 4.觀測並記錄太陽一日的移動路徑。 5.學習規畫和設計紀錄表，歸納觀測太陽運行的結果。 

【活動 1-2】太陽在哪裡 

1.引導製作太陽觀測器。 

2.說明指北針、豎立竿子、使用量角器等注意事項。 

3.利用課本附件、膠泥、指北針等自製太陽觀測器。 

4.在習作寫下製作太陽觀測器所需的材料和注意事

項。 

5.實際觀測太陽的位置，並記錄於習作中。 

【活動 1-3】記錄太陽的位置 

1.藉由討論「不同時間，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都一樣

嗎？」引起「探究不同時段的太陽位置」之學習動機。 

2.思考觀測並記錄太陽一天的移動路徑。 

3.讓學生討論後發表，觀測紀錄表需有哪些項目、利

用哪些測量工具或方法、如何進行觀測等。 

4.歸納太陽觀測紀錄表項目包含時間、地點、方位

角和高度角等。 

3 學生： 1.太陽觀測器 教師： 1.指北針 2.一日太陽位置變化折線圖 3.一日太陽高度與氣溫關係圖 

【環境教育】 4-2-4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3 
9.15-9.19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有變化，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變化規則。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的活動。 
1.實際觀測並記錄太陽一日的移動路徑。 2.察覺一天當中太陽的運行有規律性。 3.知道利用折線圖可以清楚的表示太陽在天空中移動的路徑。 4.察覺季節不同，太陽的位置不一樣。 

【活動 1-3】記錄太陽的位置 

1.說明習作中的太陽觀測紀錄表格式，並讓學生實際

進行觀測、記錄。 

2.使用太陽觀測器，進行一天太陽的移動路徑觀測。 

3.提醒學生方位角的表示方法，如方位角 0˚就表示

北方。 

4.利用課本中的紀錄表和折線圖，讓學生比較哪種方

式較能清楚的表示太陽移動的路徑。 

5.完成習作的折線圖。 

6.利用一日太陽位置變化折線圖解讀訊息，察覺一天

中太陽由東向西移動，而且在中午時高度角最高。 

7.歸納太陽的移動有規律性。 

【活動 1-4】不同季節太陽的位置 

1.察覺太陽每天升落的位置不同。 

2.讓學生自由發表對於太陽四季升落方位不同的經

驗。 

3.察覺透過長期觀測可以觀測一年中太陽的運行。 

3 學生： 1.太陽觀測器 教師： 1.指北針 2.一日太陽位置變化折線圖 3.一日太陽高度與氣溫關係圖. 

【環境教育】 4-2-4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4 

9.22-9.26 一 年 級潔 牙 與望 遠 凝視宣導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有變化，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變化規則。  

1.能從紀錄表學習分析並解釋太陽四季升落的位置化。 2.藉由太陽四季運行軌跡圖，察覺太陽運行的規律性。 
【活動 1-4】不同季節太陽的位置 

1.利用太陽高度角紀錄表和折線圖，察覺季節和太陽

高度的變化情形。 

2.解析習作中太陽高度角折線圖，歸納太陽高度角

與季節的關係。 

3.利用太陽四季運行軌跡圖，引導學生察覺太陽四

季升落位置不同，進而歸納太陽運行具有規則性。 

1 教師： 1.一年太陽高度與氣溫關係圖 
【環境教育】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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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22-9.26 一 年 級潔 牙 與望 遠 凝視宣導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有變化，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變化規則。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1.了解太陽對地球生物的影響。 2.知道太陽的重要性，以及生活中的應用。 3.知道古代利用太陽計時與現代運用太陽能等例子。 
【活動 2-1】太陽和我們的生活 

1.簡略說明利用陽光進行光合作用製造養分和氧氣。 

2.說明太陽是地球最主要的能源來源，如果沒有太

陽，地球將會失去溫暖與食物，導致可怕的災難與生

物滅絕。 

3.討論太陽的光和熱可以晒乾食物、延長食物的保存

期限；可以晒乾衣物達到殺菌的目的；還能提供照明

與熱能。 

4.介紹古人利用太陽運的規律行發明計時工具---日

晷。 

5.引導學生說出日晷的計時原理，並讓學生思考日晷

有哪些優點或缺點。 

6.討論生活中常見的太陽能應用有太陽能路燈、太陽

能計算機、太陽能熱水器、人造衛星的太陽能板、太

陽能熱水器等。 

7.鼓勵搜集有關太陽能的粒子，並思考生活中哪些

器具可以太陽能取代現有的能源，創造未來的科技

產品。 

2 學生： 1.生活中應用太陽圖片 教師： 1.太陽能情境圖片 2.日晷圖片 3.教學輔助 VCD 

 

5 9.29-10.0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1.透過實驗驗證水分主要從植物的根進入植物體內，經由莖輸送到其他部位。 2.藉由觀察，察覺顏色水從植物根部進入身體後，會輸送至其他部位。 3.透過夾鍊袋包住葉子實驗，觀察葉子蒸散水分的現象。 

二、植物世界面面觀 

【活動 1-1】植物體內水的移動 

1.想出並實作使枯萎植物恢復生機的辦法，推想水分

從哪個部位進入植物體。 

2.思考幫植物澆水時為什麼要澆在泥土上，引導學生

討論並察覺「植物最主要吸水部位是根部」。 

3.讓學生自由發表植物怎樣吸收和輸送水分。 

4.實作植物吸收有色水實驗，放置一天後，觀察水位

和小植物的變化。並將觀察結果記錄在習作中。 

5.將植物各部位切開，觀察顏色水在植物身體中的輸

送情形，體會植物吸水後會輸送到各部位。 

6.透過夾鍊袋包住葉子實驗，察覺夾鍊袋裡霧霧的，

有小水珠。 
7.說明夾鍊袋裡霧霧的現象是葉子的蒸散作用所產
生。  
8.思考植物的形態和蒸散作用之間的關係。 

3 1.有點枯萎的植物 2.噴霧器 3.量筒 4.紅或藍色水 5.放大鏡 6.吸顏色水後的小植物 7.夾鍊袋 8.植物水分輸送示意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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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06-10.10  10.10(五)國慶日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透過討論和觀察活動，認識植物的根有多種功能，如吸收水分、抓住土壤、固定植物體、儲藏養分等。 2.透過討論和觀察活動，認識植物的莖主要功能有輸送水分、支持植物體等。 3.透過討論和觀察活動，認識植物的葉有多種功能，如製造養分、蒸散水分、繁殖、儲藏養分等。 4.察覺生活環境中，可以發現各種不同特徵及功能的根、莖、葉。 

【活動 1-2】多功能的根 
1.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根有吸收水分、抓住土壤、
固定植物身體等功能。 
2.透過討論，認識根除了上述功能外，有些根會特化
成不同的形態和功能，例如蘿蔔塊狀的根可以儲藏水
分和養分；榕樹的氣生根可以吸收空氣中的水分，長
至地面後，則可以支持與固定植株。 
3.讓學生找一找生活中或校園裡有哪些植物的根和
蘿蔔、榕樹的根有相同的功能，並記錄在習作上。 
【活動 1-3】多功能的莖 
1.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莖有輸送水分、支撐植物體
等功能。 
2.透過討論，認識莖除了上述功能外，有些莖會特化
成不同的形態和功能，例如牽牛花的莖捲曲，具有攀
爬的功能；馬鈴薯的莖肥大，可以儲存養分。 
3.讓學生找一找生活中或校園裡有哪些植物的莖和
牽牛花、馬鈴薯的莖有相同的功能，並記錄在習作上。 
【活動 1-4】多功能的葉 

1.從不同角度觀察植物葉片生長的位置，發現葉子生

長的形式都會盡可能爭取最多的陽光。 

2.透過討論與觀察植物枝葉的生長方式，認識植物的

葉具有吸收陽光，製造養分的功能。 

3.讓學生透過討論，認識葉除了上述功能外，有些葉

會特化成不同的形態和功能，例如聖誕紅的葉，可以

幫助植物傳粉；石蓮肥厚的葉，可以儲存養分。 

4.找一找生活中或校園裡有哪些植物的葉和聖誕

紅、石蓮的葉有相同的功能，並記錄在習作上。 

3 教師： 1.各種功能的根掛圖或實物 2.各種功能的莖掛圖或實物 3.各種功能的葉掛圖或實物 
 

7 10.13-10.17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知道花授粉後，雌蕊會漸漸發育成果實和種子。 2.認識果實和種子的特徵或構造，推想它們的傳播方式，並知道它們和植物繁殖的關係。 3.認識各種植物藉不同的方式傳播果實或種子，並了解植物的果實和種子的功能。  

【活動 2-1】花、果實和種子的功能 

1.複習中年級學過的一朵花包括花瓣、雌蕊、雄蕊和

花萼等四部分的構造與功能。 

2.說明授粉的過程；授粉後的雌蕊會漸漸發育為果實

和種子。 

3.用放大鏡觀察果實和種子的特徵，並推想它們的功

能。 

4.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果實和種子的特徵和構造與

傳播方式有關。 

◎校外教學—故宮至善園 

一、讓學生選擇感到有興趣的植物（花卉）三種，仔

細觀察、紀錄，並能畫下和寫岀葉子在枝條上生長

的方式。 

二、畫下花瓣、雌蕊、雄蕊和花萼等四部分的構造

並寫出功能。 

3 學生： 1.剪刀 教師： 1.授粉過程相關影片 2.花的剖面構造掛圖 3.植物的果實掛圖 4.放大鏡 5.植物生長過程掛圖 6.花盆 7.土 

【環境教育】 1-3-1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並能以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等形式表演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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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20-10.24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1 認識校園中各種不同繁殖方式的植物，察覺植物可以利用各部位進行繁殖。 2. 透過觀察與查資料，認識植物會用各種方式產生新的後代。 
【活動 2-2】植物的繁殖方式 

1.在校園或社區觀察新長出來的植物，討論這些植物

如何長出來。 

2.透過查資料，認識植物會利用根、莖、葉和種子

繁殖，且一種植物不一定只有一種繁殖方式。並將

結果記錄在習作上。 

 

3 植物生長過程掛圖  【環境教育】 4-2-4  

9  10.27-10.31  10 月底拔草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透過觀察與查資料，認識植物會用各種方式產生新的後代。 2.選擇一種植物種種看，驗證它的繁殖方式。 3.認識同一種植物除了用種子繁殖外，還可以利用其他部位進行繁殖。 4.透過觀察和資料搜集活動，認識蕨類植物的繁殖方式。 

【活動 2-2】植物的繁殖方式 

1.討論搜集的繁殖資料，認識各種植物的繁殖方式。 

2.討論共同栽種一種植物，利用各種繁殖方式進行觀

察植物的成長。 

3.透過實際種植，驗證同種植物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繁

殖。 

【活動 2-3】蕨類的繁殖方式 

1.思考不開花、不結果的植物如何繁殖下一代。 

2.知道蕨類植物不會開花、不會結種子。 

3.觀察蕨類成熟葉背上有孢子囊群，並透過查資料

知道蕨類植物是用孢子繁殖。 

3 學生： 1.剪刀 教師： 1.植物生長過程掛圖 2.花盆 3.土 4.蕨類植物圖卡 
 

10 11.03-11.07 【期 中評量週】 
2-3-2-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自訂一些標準把動物、植物分類。  

1.透過實際觀察，認識各種植物的外形特徵和生長方式。 2.知道依據植物的外形特徵和生長方式，可以進行植物的分類。  
【活動 3-1】選擇標準分類植物 

1.觀察各種校園植物，將植物外形和生長方式記錄

下來。 

2.利用課本 p37 小廷這一組的做法，引導學生選擇

標準進行分類。 

3.透過討論，將各種植物依據外形特徵和生長方

式，選擇標準為植物進行三級分類。並將結果記錄

在習作上。 

4.透過實作植物分類活動，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合適

的分類標準，並討論各種植物共同特徵和個別的差

異性。 

3 教師： 1.空白分類表掛圖 【環境教育】 1-3-1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並能以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等形式表演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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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10-11.14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線、表格、曲線圖)。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氧的製造、燃燒之了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特性、空氣汙染等現象。 

1.觀察燃燒現象，察覺燃燒需要空氣。 2.訓練思考能使杯中蠟燭繼續燃燒的方法，並實際操作驗證想法。 3.察覺氧氣可以幫助燃燒。 4.藉由查閱資料，認識製造氧氣的各項材料。 

三、空氣與燃燒 

【活動 1-1】燃燒需要空氣 

1.說出生活中曾經看過的燃燒現象。 

2.認識有空氣時，蠟燭才可以繼續燃燒。 

3.實際操作點燃一支蠟燭實驗，觀察燃燒現象，並

將觀察結果記錄在習作中。 

4.實作將玻璃杯蓋住燃燒中的蠟燭，觀察燭火的變

化，並記錄在習作中。 

5.討論並實作，思考讓杯中燭火繼續燃燒的方法，

知道補充新鮮空氣即能讓燭火繼續燃燒。 

6.透過實作，引導學生歸納燃燒需要空氣。 

【活動 1-2】製造和檢驗氧氣 

1.說明空氣中含有氧氣，物品燃燒時需要空氣中的

氧氣。 

2.認識製造氧氣的器材，並透過討論，知道製造氧

氣的詳細步驟。 

3.說明製造氧氣需注意的事項與安全事宜。 

3 教師： 1.玻璃杯 2.蠟燭 3.廣口瓶 4.火柴或打火機 5.雙氧水 6.錐形瓶 7.漏斗 8.玻璃板 9.小刀 10.線香 11.量匙 

【環境教育】 4-2-4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12  11.17-11.21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氧的製造、燃燒之了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特性、空氣汙染等現象。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察覺氧氣可以幫助燃燒。 2.製造氧氣並檢驗氧氣性質。 3.培養按照計畫，實施製造和檢驗氧氣的能力。 4.了解氧氣在生活中的應用。  
【活動 1-2】製造和檢驗氧氣 

1.引導學生動手製造氧氣。 

2.透過實作，觀察氧氣的性質。 

3.用點燃的線香檢驗，察覺氧氣可以幫助燃燒。 

4.提醒學生注意實驗時的安全事項。 

5.上臺發表製造和檢驗氧氣的心得。 

6.思考氧氣在生活中的應用，包含生物呼吸需要氧

氣、醫療及水族上的應用等等。 

3 學生： 1.胡蘿蔔 教師： 1.火柴或打火機 2.雙氧水 3.錐形瓶 4.漏斗 5.玻璃板 6.小刀 7.線香 8.量匙 

【環境教育】 2-2-1能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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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24-11.28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2-3-3-2 探 討氧 及 二 氧 化碳 ； 氧 的 製造、燃燒之了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特性、空氣汙染等現象。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6-3-3-2 體會在執 行 的 環 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認識澄清石灰水。 2.製造二氧化碳，並檢驗氣體的性質。 3.培養按照計畫，實施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的能力。 4.察覺二氧化碳不能助燃。 5.察覺汽水裡的氣泡是二氧化碳。 

【活動 1-3】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 

1.讓學生自由發表蠟燭燃燒後會產生什麼現象。 

2.說明澄清石灰水的特性。 

3.實作將澄清石灰水放入蠟燭燃燒後的廣口瓶中，

輕輕搖晃，會發現澄清石灰水變混濁，表示蠟燭燃

燒會產生二氧化碳。 

4.認識製造二氧化碳的器材；並透過討論，知道製

造二氧化碳的詳細步驟。 

5.動手製造二氧化碳。 

6.透過實作觀察二氧化碳的性質。 

7.線香和澄清石灰水檢驗製造的二氧化碳，發現二

氧化碳不能助然，會使燃燒的線香熄滅、澄清石灰

水變混濁。 

8.提醒學生實驗時應注意的安全事項。 

9.思考並檢驗汽水裡的氣泡是什麼。 

10.思考生活中二氧化碳的用途包含汽水、滅火器、

麵包的發酵作用等。 

3 學生： 1.醋 2.塑膠袋 3.汽水 教師： 1.火柴或打火機 2.線香 3.量匙 4.澄清石灰水 5.廣口瓶 6.漏斗 7.小蘇打粉 8.燃燒匙 

【環境教育】 2-2-1能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4-2-4 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14 12.01-12.05 二 年 級班 級 新詩 朗 誦觀 摩 表演賽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結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 察覺燃燒需要三個條件。 2.了解滅火的原理。 3.透過說明與查資料，認識滅火設備適用情形與使用方式。 
【活動 2-1】怎樣滅火 

1.讓學生自由發表「只有蠟燭和氧氣，可以使蠟燭燃

燒嗎？」 

2.透過討論認識燃燒需要三個條件：可燃物、助燃

物、達到燃點。 

3.藉由課本 p47營火燃燒圖，讓學生討論並歸納出

營火燃燒條件。 

4.說明可燃物和燃點的意義。 

5.察覺燃燒的條件和滅火的原理有密切關係；使燃

燒條件不足，就能滅火。 

【活動 2-2】製作簡易滅火器 

1.回想看過火災或火災報導的舊經驗，發表消防隊

員滅火的器具與方式。 

2 說明不同的滅火設備都是用「燃燒條件不足」的原

理來滅火，並說明各種滅火設備適合撲滅不同火

災。 

3.讓學生調查學校或家裡哪些地方有滅火器，並讀

一讀滅火器上的使用說明。 

4.說明火災的分類方式。 

3 學生： 1.製作簡易滅火器材料 教師： 1.燃燒現象與滅火器構造掛圖 
【環境教育】 2-2-1 能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4-2-4 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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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2.08-12.12 11-12月 份 體適能 四 年 級班 級 英語 歌 謠觀 摩 表演賽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5-3-1-2 知道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信。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培養研究滅火器原理的興趣。 2.學習將滅火原理應用於生活中。 3.從設計製作的活動中培養解決問題及創造思考的能力。 4.認識火災的預防和處理方法。 
【活動 2-2】製作簡易滅火器 

1.說明滅火器的使用方法。 

2.利用課本 p53 小涵這一組的做法，引導學生利用

滅火原理自製簡易滅火器。 

3.提醒學生製作滅火器時應注意的安全事項。 

【活動 2-3】火災的預防與處理 

1.讓學生自由發表火在日常生活中的用處及危險。 

2.引導學生討論，認識火災的預防和處理方法。 

3 1.製作簡易滅火器材料 2.火災介紹與應變措施相關影片  
【環境教育】 2-2-1 能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2-3-5-3 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1.透過「射堡壘遊戲」，察覺力可以改變物體的形狀或改變運動情形。 2.認識生活中有各種「用力」的例子。 3.認識力的種類。 4.察覺有些物體形狀改變後，還能恢復原狀。 5.察覺用力的大小不同，物體改變的情形也不同。 

四、力與運動 

【活動 1-1】物體發生什麼改變 

1.操作射堡壘遊戲，並在活動中察覺物體受到力的作

用所產生的各種現象。 

2.實作射橡皮筋，察覺是「力」使橡皮筋射出去；是

「力」使杯子倒下來。 

3.從日常生活中尋找用「力」的例子和力的種類，察

覺力可以改變物體的形狀或改變運動情形。 

4.說明「地球引力」，使得手中物品放手後會往下掉。 

5.操作並討論對皮球和彈簧分別操作不同的力時，所

產生的變化情形。 

6.察覺有些物體受力作用後，還能恢復原狀；有些則

不能。 

7.認識物體受力後形變的程度，可以比較力的大

小。 

1 學生： 1.寶特瓶 2.橡皮筋 3.棉線 4.橡皮擦 5.小皮球 6.有彈性和沒有彈性的各種小物品 

 

2-3-5-3 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1.察覺觀察物體形變的程度，可以比較力的大小。 2.知道利用物體的形變或運動情形，可以測量力的大小。 

【活動 2-1】怎樣測量力的大小 

1.利用「力的大小能測量嗎？」讓學生透過討論及思

考，察覺力的大小可以測量。 

2.利用課本p62小添的想法，引導學生認識利用彈簧

可以測量力的大小。 

1 教師： 1.彈簧  16   12.15-12.19  三 年 級班 級 本土 語 歌謠 觀 摩表演賽  
1-3-2-1 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變化大小及變化範圍。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2-3-5-3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1.知道力與重量的關係，會用彈簧測量力的大小。 2.會設計表格記錄硬幣數目與彈簧長度的關係。 3.培養解釋資料的能力。   
【活動 2-1】怎樣測量力的大小 

1.認識利用彈簧可以測量力的大小。 

2.利用彈簧操作測量力大小的實驗，學習設計表格

和運用圖表來記錄用彈簧測量力大小的結果。 

3.透過紀錄表，引導學生察覺硬幣數目越多，彈簧

長度越長；透過折線圖，引導學生察覺硬幣數目和

彈簧伸長的長度具規律性。 

1 學生： 1.尺 2.圖釘 3.透明膠帶 4.十元硬幣 教師： 1.彈簧 2.夾鍊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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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2-3-5-3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察覺物體同時受到兩個大小不同、方向相反的力，物體會往力量大的方向移動。 2.察覺物體同時受到兩個大小不同、方向相反的力，仍可能保持平衡、靜止不動。 

【活動 2-2】拔河比賽 

1.回想參加拔河比賽的舊經驗，自由發表在比賽時

怎樣可以看出比賽的勝負，以及為何有僵持不下的

情形。 

2.利用布條進行拔河比賽，察覺比賽時，布條受到

方向相反、大小不同的兩個力的作用。 

3.利用簡單、容易取得的東西設計實驗，來表示拔

河比賽勝負的現象。 

4.參考課本p63小姬的想法實作，察覺物體受力後，

會往力量大的地方移動；但如果用力大小相同，方

向相反，則物體會靜止不動。 

5.操作鉛筆盒受力情形與運動方向實驗，歸納物體

受力與運動情形。 

2 教師： 1.彈簧秤 2.夾鍊袋 3.布條 
 

17  12.22-12.26  五 年 級班 級 英語 新 詩朗 誦 觀摩 表 演賽  2-3-5-3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察覺移動中的物體，如果不再施力，會慢慢停止。 2.察覺生活中摩擦力的現象。 

【活動 3-1】運動快慢與摩擦力 

1.觀察球或玩具車等物體，在受力之後，會不會自

己慢慢停下來。 

2.說明讓球或玩具車面面停下來的力，稱為摩擦

力。 

3.說明摩擦力越大，物體的運動速度越慢。 

4.思考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摩擦力的大小。 

1   

18 12.29-1.02 1.01(四)元旦放假 

2-3-5-3 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新。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察覺摩擦力使運動中的物體停下來。 2.察覺物體接觸面材質會影響摩擦力的大小。 3.知道增加摩擦力可以使生活更便利 4.知道有些物品減少摩擦力，使用時更省力。 

【活動 3-1】運動快慢與摩擦力 

1.操作摩擦力實驗，觀察摩擦力與物體運動的關

係。 

2.指導學生將十元硬幣放在平滑面和粗操面上，觀

察硬幣在不同接觸面材質的運動情形。 

3.實驗後歸納，摩擦力可以使運動中的物體停下

來。 

4.實驗後歸納，物體接觸面材質會影響摩擦力的大

小。 

【活動 3-2】摩擦力的應用 

1.觀察生活中有哪些物品上有紋路，並思考紋路與

摩擦力的關係。 

2.說明適度的摩擦力能使我們的生活更便利，例如

鞋底的紋路，讓我們行走時不容易滑倒。 

3.討論車子輪胎上的紋路有哪些功用，如果紋路被

磨平了，可能會有什麼影響？ 

4.說明有時候摩擦力越小，可以讓物品使用起來更

省力，例如手推車上的滾輪，更方便運送貨物。 

5.讓學生發表生活中各種應用摩擦力的用品與設

計。 

3 學生 1.十元硬幣 2.書本或變板 3.字典 4.鉛筆盒 教師： 1.砂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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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5-1.09  

2-3-5-3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4-3-1-2 了解機具、材料、能源。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期末評量週】 

1.會決定運動快慢的標準。 2.會運用時間與距離，描述物體運動的快慢。 3.會運用時間與長度，比較動物運動的速度。 4.透過查資料，了解運輸工具的快慢演進史。 
【活動 4-1】誰的速度快 

1.藉由進行賽跑，並思考怎樣可以測量快慢。 

2.察覺在相同距離內測量所用去的時間，時間越

少，表示速度越快；在相同時間內測量所移動的距

離，距離越長，表示速度越快。 

3.歸納運用時間與距離，能描述物體運動的快慢。 

【活動 4-2】速度比一比 

1.揭示動物運動速度快慢比較圖，讓學生說出哪一

種動物運動速度最快，哪一種動物運動速度最慢。 

2.察覺在相同距離內測量所用去的時間，時間越

少，表示運動速度越快；時間越長，表示運動速度

越慢。 

3.歸納運用時間與距離，能比較動物運動的速度。 

4.揭示不同時代交通工具速度快慢比較表，讓學生

說出哪一種交通工具速度最快，哪一種交通工具速

度最慢。 

5.察覺在相同時間內測量所移動的距離，距離越

長，表示速度越快；距離越短，表示速度越慢。 

6.說明交通工具的動力來源，以及交通工具的速度

與科技發展有關。 

7.藉由查資料，知道空中或水上交通工具的演進歷

程，並記錄在習作中。 

3 學生： 1.碼錶或手錶 教師： 1.動物、交通工具運動速度快慢比較掛圖 
 

20 1.12-1.16  【怎樣進行專題研究】 

1.參考課本步驟，透過分組討論與集思廣益，擬定

各組的研究方法與實行計畫。 

2.提醒學生依據各組研究主題與分配工作，確實執

行自己的工作。 

3.仔細記錄研究結果與心得，並進行整理、歸納，

製作成一份完整的報告，與同學分享成果。 

3  
21 1.19-1.20 大掃除 休業式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5-2-1-1 相信細心的觀察和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1 能依據研究主題，擬定研究方向與計畫，並確實執行。 2.能將研究結果與心得製成報告，與同學分享。 
1. 仔細記錄研究結果與心得，並進行整理、歸

納，製作成一份完整的報告，與同學分享成果。 

2. 學習檔案整理 

3 
學生： 1.紙、筆 2.紀錄表 3.研究主題的相關資料與工具  

 


